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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政优戏 狂欢化的泰式政治戏曲表演

金 勇

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外国语学院 ，
北京

摘 要 世纪 年代 以来 泰国 出 现了一种称作
“

法政优戏
”

的特殊的表演形式 ，
它 中泰合

璧 用泰文来演唱中国戏曲 剧 目 以 《
三国演义 》的故事为主 ，

用 中国 的故事影射泰 国 当代的政治事

件 ，模仿戏讽 、针砭时弊 。 这种表演以其狂欢化的特征和颠覆性的特质受到人们 的热烈欢迎 。 作

为中泰文化交流的产物 法政优戏在泰国数次重要的政治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 ，
因此也被泰国人

称作
“

卫国优戏
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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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 年代以来 在泰国数次大规模的广场政治运动 中 ，总能见到一种称作
“

法政优戏
”

的特殊的表演形式 ，戏台上的演员都是来 自法政大学的学生 ，演 出从行头脸谱到

音乐伴奏都和华人的戏曲表演
一

般无异 ，但演唱和念白却都是在讲泰语 ；
演出的剧 目都来 自 中国 的

文学名著和传说故事 实际上内容都在暗指泰国当代的政治事件 ，模仿戏讽 ，针砭时弊 。 法政优戏

早期在反对军政府独裁统治的爱 国 民主运动中影响很大 ， 因此也被人冠以
“

卫国优戏
”

（

。 法政优戏这种中泰合璧的新的艺术形式 ，
并不是简单地将中泰两种文化杂糅到

一起作为单

纯的艺术表演 而是主动介入当地社会变化的进程之中 积极参与到泰国 的政治生活之中 这在 中

国戏 曲的跨文化传播中并不多见 。

一

、 法政优戏产生的时代背景

法政优戏 ，顾名思义
，指的是 由泰国法政大学的学生表演的优戏 。 优戏 是泰 国人对中 国

戏曲 的称名 但它并非专指某个中国的戏种 ’
而是对所有中国戏曲的统称 借 自 中文的

“

优伶
”

的优

字之音 。 这个词用来指称来 自 中 国的戏曲最早出现在吞武里王朝时期 （
之前在阿瑜

陀耶王朝 （ 时虽然 已有 中 国戏 曲在泰国演出 ， 但是在泰文 中并没有
一

个与之对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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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 ，
只能沿用西方人的说法 ，概称之为中国戏剧 。 法政优戏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并非源 自

一

种对戏

剧表演艺术的创新追求 ，而是来 自 非艺术的社会领域 是 由 年间泰 国的政治高压催生

的产物 。

年 月 日 ，陆军司令沙立 他那叻发动政变推翻了 年的过渡政府 他亲 自 出任

总理 泰国开始进入长达 年的沙立式军人独裁专政时代 。 沙立上台后大力清除政敌和他认为对

自 己政权构成威胁的异己人士 包括大批知识分子 、思想家和作家 压制言论 自 由 钳制思想 。 沙立

因病去世后 继任的他侬 吉滴卡宗和巴博 乍鲁沙天延续了沙立的高压政策 。 在对知识界进行

的政治清洗风暴 中 ，大学也未能幸免 持进步思想 的政治家 、思想家 、作家 、大学行政人员和学生领

袖都遭到军政府的拘禁 或被赶出大学校园 。 军政府对大学中的学生活动也大加干涉 ，禁止
一

切政

治宣传和活动 ，要求学生
“

两耳不 闻天下事
一

心只读圣贤书
”

。 沙立向法政大学派驻秘密警察 ，监

视学生活动 ，

一旦发现有无线电广播就拆除销毁 。 年沙立去世之后 他侬 吉滴卡宗将军接

替沙立出任总理 ，继续推行沙立时期的政策 。 他侬要求严格控制学生活动 成立任何的学生社团都

需要有老师监督管理 。 这段时期的校园文化被称作
“

和风丽 日 时期 的文化
”

， 即与外界真实的社会

和政治脱节的文化 是局限在校园之 中的单纯追求娱乐性的反智性文化 。

泰国法政大学是当时激进学生运动的 中心 ， 因此法政大学也受到军政府的特殊关注 。 法政大

学是由发动 年民主革命的民党领袖比里 帕侬荣于 年创立的 是一所面向广大民众的
“

开放大学
”

，在建校之初是以法学和政治学为主的单
一

性大学 后来逐渐壮大成为学科门类齐全

的综合性大学 。 法政大学的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和积极性
一

直很高 ， 由于正规的政治活动受

阻 ，学生们不得不寻找军政府规定的漏洞 ， 利用戏剧演出 这种形式 曲线表达 自 己 的政治主张和意

见
，避免和政府的 国家机器直接正面对抗 。 法政大学 的戏剧表演传统是 由克立 巴莫亲王确立起

来的 他在受聘为法政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特聘老师的时候 ，组建 了法政大学的孔剧剧团 。

年 ，法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又成立了
“

戏剧艺术和表演社团
”

，社团 由 巴尼达 普格曼老师任主

席 ， 由汕查亚功 贤色威任副主席 ， 由皮拉蓬 伊萨帕迪任助理 。 社团汇集 了
一

批沬学院的学生菁

英 ，包括川 立派 、沙马 顺达卫 、威塔亚 素丹隆 、素宾 信采 、米猜 雷初攀等人 他们中 的许多

人后来都成为泰国政坛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 如川 立派和沙马 顺达卫后来先后 出任过泰国总

理
，米猜 雷初攀曾短暂出任过副总理和代理总理 后担任泰国立法议会主席等 。

以皮拉蓬为
“

大簿
”

①的戏剧艺术和表演社团 ， 以戏剧表演为名 ，行戏讽影射政治之实 。 他们

演出 的剧种很多 包括孔剧 、梨 甲戏 、洛坤剧等 但其 中最有影响 、最有特色的剧种是来 自华人的优

戏 。 社团成立的直接 目 的就是希望借助戏剧表演的形式表达学生们的政治主张 ，对抗军政府的独

裁高压 ，
但是演出 的内容不能太写实 ，讽刺不能太直接 、太露骨 ，否则一定会遭到秘密警察的干涉和

禁止 。 主创的骨干川 立派和皮拉蓬 亚萨帕迪二人经过商议 ，决定选择演 出 《 三国演义 》的故

事 ’ 因为 《三国演义》 中 的主人公都是军人将帅 ， 他们相互攻讦 ，充满了 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， 各种

势力轮流上台 ，这和当 时泰国的政治情况有诸多相似之处 想要戏讽不断发动军事政变的军政府 ，

借用三国故事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。 由于 《三国演义》是源 自 中国 的作品 用中 国的戏 曲形式演出也

顺理成章 。 法政大学的优戏演出
一

炮而红 优戏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和表演社团 的招牌演 出 ，人们

便用
“

法政优戏
”

来命名这个新创 的表演 。

① 即戏班班主或剧团团长 来 自潮州话的
“

大簿
”

。

■



二
、法政优戏表演的先决条件

法国戏剧理论家萨塞曾明言 ：

“

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 。

”

法政大学的学生们选择异文化 的 中国

戏曲形式 来表演异国的
“

三国
”

故事 绝非 出于
一

时的心血来潮 ，相反 ，他们充分考虑了泰 国的观

众因素 。 如果泰国观众对优戏表演形式不熟悉 、没兴趣 ，便无法吸弓 他们来观赏演出
；
如果观众不

了解 《三国演义》 的故事 ，
不清楚戏里 的内容 ， 就无法与演员产生交流和互动 演员希望借三国故事

讽刺军政府的期望就会落空 。 可以说 ， 《三国演义 》在泰 国的广泛传播 ， 以及优戏这种表演艺术在

泰国的普及是法政优戏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 二者缺
一不可 。

优戏虽然不是泰国的戏剧艺术 ，但是泰国人对它却并不陌生 ，因为优戏在泰国已经有几百年的

演出和传播历史了 。 中 国的戏曲是经由华人移民进入泰国的 ，确切的传人时间并无记载 ，但根据西

方使节和传教士的记载 至迟到 世纪末 ， 中 国各种戏曲表演就巳在泰国各界流播甚广 了 。 在泰

国传播的中 国戏曲剧种主要有粤剧 、潮剧 、 闽剧 、海南戏 、外江戏 、正字戏 、西秦戏 、木偶戏等 ，
其

中尤以前 种影响较大 。

中 国戏曲最初仅限在泰国 的华人社区 在神庙活动和各种宴会上表演助兴 但很快就吸引 了泰

人前来观赏 ，演出的范围不断扩大 。 在阿瑜陀耶城巴杜松堂寺大殿内有一幅壁画 描绘的正是一群

华人和泰人共同观赏中 国戏曲演出的情形 。 不仅如此 ， 中国戏曲表演还登上大雅之堂 ，成为宫廷招

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表演项 目 。 年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 四派使臣 出使暹罗建立邦仪 ，有多位

使臣都在行纪中记载 在官方举行的招待宴会后的文艺表演 中 ，不同 曲种的中国戏 曲多次出现 并

作为最后的压轴表演 。 中国戏曲在宫廷中风靡
“

只要有国家贵宾欢迎宴会 、
王公贵族的生 日宴

会或者皇城里的大型宴请 ，有一样娱乐活动必不可少 就是
‘

优
’

戏
”

。 到曼谷王朝 （ 今 ） 初

期 几乎每位国王都在王宫中建有大型的供优戏演出的戏厅 ，不少王公贵族的火化仪式 ，甚至
一

世王的荼毗 大典 ，都会专辟舞台以供 中国戏曲演出 ，其价码仅低于泰国的 国剧孔剧 。 另有
一些

王公贵族拥有私人的优戏戏班 有的贵族甚至还拥有不同 曲种的多个中国戏班 ，如帕翁昭赛沙尼翁

亲王旗下便有外江戏
“

美盛
”

班 、老正字戏
“

义顺堂
”

班 、老 白字戏
“

新义和
”

班等 。 到了曼谷王朝

六世王时期 （ 年在位 ） ，六世王本人虽然从小在欧洲接受西式教育 ，但他仍从英文翻译

中国的故事 并改编成优戏来演 出 。 此外 优戏在 民间 同样火爆 在曼谷王朝五世王时除了华人

戏班以外还出现了泰人组成的戏班 以及专 门教人唱戏的学校 。 当时泰人普遍不懂中文 ，也不能通

过唱腔念白来分辨 曲种和剧 目 但是他们根据锣鼓伴奏的特点给不同曲种重新命名 如称用

锣鼓声的
“

外江戏
”

为
“

笃醒戏
”

、称用 锣鼓声的
“

老正字戏
”

和
“

老 白字戏
”

为
“

敦茶戏
”

、称用 锣鼓声的戏班表演为
“

敦空戏
”

、称用 锣鼓声 的
“

琼剧
”

和
“

粤剧
”

为
“

笃经戏
”

等 。 泰国观众甚至
一

听伴奏乐器和锣鼓的奏法 便能够分辨出演 出

的是哪
一

出戏 。 由此可见泰国观众对 中 国戏曲的熟悉和喜爱程度 。 因此 法政大学的学生们表

演优戏 泰国观众并不会感到陌生 ，不存在缺少受众的问题 。

在演出 内容上 中国的 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在泰国更是家喻户晓 、妇孺皆知 。 年 曼谷王朝

一世王 （ 年在位 御令当时的著名宫廷诗人昭帕耶帕康 （ 洪 ） 主持翻译《 三国演义》 ， 出

现了第
一

部 《三国演义 》的泰文译本——昭帕耶帕康 （ 洪 ）版 《三 国》 （ 下称洪版 《三国 》 ） 。

洪版 《三国》经典译本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 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 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 ，获得了

很高的评价 。 洪版 《三国 》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它行文流畅优美 简洁明快 ，有一种独特的语言韵

① 荼毗大典一般是对得道修行的圆寂法师进行的焚尸典礼 。



味 被人称作
“

三国体
”

（ ，直接推动了泰国韵文体文学的发展 ，
也促进了泰国古小

说文类的生成 。 曼谷王朝六世王 （ 年在位 ） 时期 洪版 《三 国 》被 当时权威的瓦栖拉兀

文学俱乐部评为
“

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
”

，部分章节如
“

草船借箭
”

和
“

火烧战船
”

等片段还人选

了中学的泰语教科书 。 泰国人对 《三国 》极其喜爱 ，在洪版 《三 国 》之后又陆续推出百余种 《三 国 》

类的书籍 仅全译本就有 种之多 其他各种缩译节译 、改编创作 、阐释评论的书籍更是不计其数 ；

许多报刊都长期设有《三国》类的专栏 ， 内容五花八门 ， 涉及《三国 》 内容的方方面面 在泰国民 间还

流传着
“

《三国 》读三遍 ，此人不可交
”

和
“

尚未读 《三国 》 莫言成大事
”

这样的俗语 。 总之 ， 《三国演

义 》在泰国 的影响力相比在 日本 、韩 国 、越南等传统汉文化圈的国家也毫不逊色 ， 甚至可以说有过

之而无不及 。 因此 ，演出 《三国 》的内容对泰国的观众而言根本不是障碍 ，他们对《三国 》里面的人

物和故事如数家珍 ，
无需演员多做说明 ，

观众
一

看便知道表演的是哪段内容 ，对其中讽刺和批判的

内容更是心领神会 无需多余的解释 。

三 、狂欢化 ：
法政优戏的表演特征

法政优戏甫
一

面世便大受欢迎 ’场面十分火爆 ，尽管演出次数不多 ，但每次都会引起轰动 。 演

出时 ，法政大学的礼堂内座无虚席 ，礼堂外也围满了人 ，尽管观赏不到演出 但是可 以通过室外放置

的扬声器收听礼堂里演出 的声音 。 最初 法政优戏只是单纯的学生社团活动 ’在每年的新年 、法

政纪念 日 等时刻演出 。 随着法政优戏名声大噪 影响力也 日 渐扩大。 在兜率塔尼酒店举行的
一次

泰国学位颁发庆祝活动上也出现了法政优戏的表演 ，诗琳通公主还 曾驾临观赏 。 那天是由社尼

巴莫亲王领衔主演的 。

°

法政优戏逐渐成为
一

个品牌 ，并开始走 出校园 ， 多次在社会上演出 ，
每次

演出观众都人满为患 。 后来 法政优戏又被搬上电视银屏 起初仅在电视四 台 的节 目 中播出 ，后来

电视五台和七台也开始争相播放 法政优戏的受众扩展到全国范围 。

法政优戏受到人们的青睐并不是因为演员们表演的艺术水准有多高 、多专业。 实际上 相比于

正规的戏曲表演 ，法政优戏的表演相当业余 。 尽管为了能演好戏 来 自法政大学的学生演员都很用

心努力 亲 自到石龙军路和耀华力路华人聚居区的华人剧团 中虚心观摩求教 演 出的戏服都是从戏

团里借出来的 演出前在戏团里勾画好脸谱 穿戴好行头再赶到演 出地点 ，力求在细节上能准确无

误 。 但是他们在 台上的表演 ，无论身段还是演唱都很业余 ，毕竟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戏曲 的科班

训练 ，戏曲演员唱念做打的功夫 ，

一

招
一

式都不是能靠突击培训速成培养出来的 ；
此外 他们大多数

人几乎不懂中文 ，更不用说使用中文的唱腔和念 白 了 。 而且 ，泰国人喜欢看优戏 ，
也并不像中国戏

迷那样 ， 以欣赏演员的唱腔 、韵 白 、身段为主 ，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中国戏曲中 的华丽排场和眼花缭乱

的武戏动作表演 。 这是早期中国戏曲受泰人欢迎的重要原 因 ，但这些武戏对于未受过科班训练演

员们来说也是难以完成的 。

法政优戏吸引观众的 ，是它体现出的一种强烈的
“

狂欢化
”

特质 。 法政优戏的创作和演出 自 始

至终笼罩在
一

种
“

狂欢
”

的氛围之中 ，独具
一

种
“

狂欢
”

的美学品格 。 法政优戏的表演带有
一

种狂欢

的笑墟 ，是反规范的 ，带有颠覆性 。 狂欢 的笑谑构成了
一

种节庆式的 、大众的 、讽刺模拟的狂欢世

界 。 在舞台上 这些身着戏服 、勾画着脸谱的业余演员们 ，模仿
“

咿咿呀呀
”

的戏 曲唱腔 ，
但唱词念

白却都是用泰语 这种混搭风格一开始就显得新奇有趣 ，
既不同 于传统的优戏表演 又区别于其他

用泰语演唱的泰国戏剧 。 表演的 内容虽然是中国 的三国故事 ，
反映的却是泰国人身边的现实政治 ，

借用体用之说 ，法政优戏本质上是
一种

“

泰体中用
”

，打破了 以往的戏剧表演的常规模式 。

法政优戏的颠覆性更多体现在它的讽喻特征上 。 整个表演场域摆脱 了 日 常的现实 成为一个

独有的时空 在这个时空 中 ，
现实的地位和尊卑都发生 了易位和变化 人们从严酷的政治律令和本



能欲望的紧张对峙 中获得了 自 由 ，从舞台上的讽刺模拟中获得释放和排遣 。 法政优戏表演的精髓

就是对现实政治人物的戏讽 但并不直接点 明讽刺的人和事 ，
而是将它投射在表演的故事之 中 ，

将

要讽刺 的军人政府官员 的特征和言行举止都套用到戏中的某个角色身上 。 例如法政优戏演出的第
一

出剧 目 《貂蝉也有爱情》就是讽刺总理沙立 他那叻将军的 ，
因为他和戏中 的董卓

一

样 年纪虽

大却色心不减 、风流成性 同时又大权独揽 ，手下还有吕布这样的猛将 。 这出戏以貂蝉的 口吻 模拟

沙立年轻的妻子维吉达 他那叻夫人的心理 表达对丈夫的怨念 ， 因为沙立妻妾成群 几乎每位妻

子都被称作
“

红水布寡妇
”

， 以此讽刺沙立是个贪淫好色之徒 ，
三妻四妾 之后又始乱终弃 。 这

种表演借中国之古 ，讽泰国之今 新颖奇特 让泰国的观众觉得新鲜有趣 。 演员甫
一开 口

，
台下观众

便会意地哄堂大笑 ，演出的效果非常好 。 在巴赫金看来 这种多样化的讽刺性模拟似乎构成了一个
“

特殊的 、既外在于 ，又内在于体裁间 的世界
”

，但这个世界有一个共同 的 目 的 ：

“

以笑和批评来修正

所有现存的直接的体裁 、语言 、风格 、声音 促使人们去体验这些范畴后面别样的 、矛盾 的现实 这种

现实是这些范畴未能把捉到的 。

”

法政优戏的狂欢化特征根植于泰 国 民间 的诙谐文化 。 民间的诙谐文化与 当时军政府的严肃

的 、
紧张的官方文化相对立 ，

而与仪礼和游艺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。 事实上 大规模的 中国戏曲表

演往往是神庙活动中的酬神演出 ，而法政优戏最初也是与节庆活动相结合 如庆祝法政 日 、新年 ， 以

及学位授予仪式等 。 它以无拘无束的幽默形式对抗着官方的 阴郁气氛 ，
通过讽喻的方式为高高在

上的政治人物
“

脱冕
”

。 在法政优戏的表演过程中 ，
无时无刻不流露着欢乐 的气氛 ， 观众难以 自抑

地欢笑。 从舞台上的演员到台下的观众 、听众 ，不同阶层 、不同身份 、不同职业的人们 都可以不受

限制地参与其 中 ，尽管他们的参与程度 、范围和态度都不尽相 同 。 观众不是
一

味被动地欣赏 更是

通过与演员的互动 ，推动演出的气氛 ；
而演员们则根据观众的喜好和需求不断调整内容 ，不断加入

更新的新鲜时事创作剧本以取悦观众 。 这种全民性的参与打破了社会阶层 的陈规 嘲弄 、颠覆 、消

解 、悬置一切社会的等级差异 。 由此 法政优戏通过全民性的狂欢再现了民间文化的
“

怪诞现实主

义
”

， 同时也展现了它的未完成性 、开放性和多义性 。

四
、 法政优戏的 衰落

除了 《貂蝉也有爱情》之外 ，其他早期知名 的法政优戏剧 目还有 《曹操水军兵败 （ 赤壁之战 ） 》 、

《孔明吹笛子》 、 《刘备遇险》等 ，都来 自三 国的故事内容 。 或许是因为它采用了 中国戏曲 的娱乐形

式 ，所演的内容又是 《三国》这个来 自 中国 的历史故事 ， 法政优戏的演出获得了躲避高压政治审查

的天然保护伞 。 尽管军政府加强了对大学校园的管控 但是对各种社团的娱乐活动却是不加约束

的 ，
甚至还十分鼓励。 即使有人发觉讽刺色彩也有托辞 ，正如皮拉蓬 伊萨帕迪在

一

次访谈中所

讲
“

（对 白 中 的话 ）那是曹操说的啊 那句话是董卓说的啊 这是貂蝉说的啊 不是你说的啊 不是

沙立先生说的啊 ，不是尊夫人说的啊 ，这都是戏里人物的名字啊 ！ 这样
一来就没人能挑我们的毛病

了 。

”

因此 法政优戏尽管广受欢迎 ，动静不小 却在较长
一段时间 内并未引起军政府的 足够重

视 ，法政优戏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，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 。

当法政优戏被搬上 电视屏幕之后 开始由最初对政治的委婉曲折的讽喻变成直接激烈的批评

和嘲弄 。 此时 ，军政府开始意识到法政优戏的影响力 已不容小觑 。 法政优戏在电视五台 的一次直

播过程中被直接勒令停播 。 当天是 月 日法政纪念 日 （ 即宪法纪念 日 ） ，成千上万 的法政学子

① 因为据传沙立将军和 自 己 的情人在
一

起的时候喜欢围着红色的水布 人们就给他起了
一个外号

，
叫

“

红水

布将军
”

。



都守在电视机前观赏 。 那场戏是 《曹操水军兵败 （赤壁之战 ） 》
一段 ，剧本由 川 立派创作 ， 由川

立派 、皮拉蓬 伊萨帕迪 、塔纳西 沙瓦迪瓦亲王 、威拉 穆希格蓬等人出演 塔纳西亲王扮演的曹

操 ，模仿当时第
一次执政的炳 廷素拉暖将军 ，模仿他的言行举止 ，同 时背景配乐正是炳将军最喜

欢的歌曲 这直接触怒了炳。 戏刚演完第一幕 ，还未等第二幕开场就被叫停了 。 此后 ，
不管哪家戏

院都不再敢让法政优戏来演出 了 ， 电视台也要求所有法政优戏必须事先录制好 ，
经由电视台的审查

之后才能播出 这遭到了法政学生们 特别是主笔川 立派的拒绝和抵制 ，加之军政府的压制 法政

优戏演出的黄金时代便结束了 。

后来的广场政治运动 中虽然也有法政优戏的演出 ，
但声势 已大不如前 ，后继乏人 ， 像 年

“

反他信
”

的活动 中 活跃在舞台上的人仍是当年的部分演员 ，影响力和黄金时期已不可同 日 而语 。

这是 由法政优戏本身的局 限性决定的 。 法政优戏是特殊时期的产物 它根植于民间的诙谐文化 透

过这种狂欢化的氛围让人们透过
“

缝隙
”

窥见未来的 自 由 、平等 的生活理想 ，嘲弄那些束缚 自 由 的

官方谕令 ，实现了
一

种曲折迂回的反抗 。 它是热烈的 、疯狂的 ， 同时又是情境化的 、短暂的 。 辛辣的

讽刺模拟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 便很难再弓 发观众的共鸣 。 此外 ，法政优戏是以形式上的新奇性和

内容上时效性取胜 ’但是当这种混搭风格的表演的新鲜感风潮
一

过 ，剧 目不再紧跟时事 不能及时

反映现实 也就无法再获得观众的共鸣 。 而作为一种表演 ，法政优戏并不能算是一门成熟的艺术 ，

也没有形成一套属于 自 己 的成型的艺术范式 ，它只是很粗糖地 、表面化地借用了 中国戏曲表演的形

式而已 在艺术性上不具备传承性 。 它十分依赖核心的主创人物的个人能力 ， 当川 立派 、皮拉蓬

伊萨帕迪等人停止创作 又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 ’法政优戏 自 然就逐渐没落了 。

五 、 结语

尽管如此 ，法政优戏已经成为泰国人民追求民主斗争的
一部分 ，

也被人们称为
“

卫国优戏
”

，在

历次重要的政治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 ，从
“

十月 十四事件
”

、

“

五月 流血事件
”

到驱逐他信 西那瓦

总理的广场示威活动中 都能见到法政优戏的身影 ，成为泰国广场政治戏剧的代表 。 后来的演

出 内容也不再局限在 《三国 》剧 目上 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 ， 如 世纪 年代中后期 中

国港台 的武侠小说在泰国风靡 法政优戏的 内容就来 自这些武侠小说 在反对他信总理的运动 中 ，

争议焦点就在他信政府的贪污舞弊行为 ，人们就演出廉洁不阿 、公正严明 的包公故事来进行讽刺 。

此外 ，
作为

一

个文化符号 法政优戏也是
一

个极具特色的 中泰文化交流的产物 ’

一方面体现了 中国

戏曲在泰国 的影响力和融人泰国社会的能力 ，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泰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主动吸纳 、

改造并进行创新的能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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